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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首語

本期《道風:基督教文化評論》很高興邀得敝所二。

一三年度駐所學人、吹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的尤西林教授為

我們的主編，他以「基督教文化、漢語神學與現代性J 作

為標題向讀者展示一個看似熟悉卻是懸擱有時、有待梳理

的題目。尤教授在論題介引中很清楚的指出，以國內學界

為主體的漢語神學，它的研究對象就是「基督教文化」

因此本刊亦以「基督教文化評論」為副題;可是多年的研

究積累下來，卻少有學人去處理「基督教文化」的定義、

意指何為。因此尤教授從自身的生存經驗和文化資料指

出: I基督教身處中國與世界的現代化社會變動及其現代

性精神波濤中，對現代性及其現代化存在的回應產生出漢

語神學視野中的基督教文化。」從此可以看出，在漢語神

學的理解中， I基督教文化」不是一個泛泛之詞，乃有其

現代性語境的特殊所指 9 而漢語神學也是建立在其上。在

這里我們不能重複尤教授的所有觀點，但其中很明確的

是， I基督教文化」並非單純顧及觀念上的種種，也不是

只指向著一種文質文明，而是關注著上下三域交織看的有

機事件，這也展現著基督教義襄道成肉身的奧秘，而當下

學人的語境更首要是處在現代性轉化中的中國文化。

正是在這種對「基督教文化」的定義下，本期論題再

細分成了兩部分。第一部分的「基督教文化與現代性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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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篇，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李貴學教授在〈中國「文學」的

現代性與晚明耶穌會翻譯文學〉便從其文學專業展示了近

代學人這種現代性轉化的努力。本所研究員林子淳教授的

〈神義的忿怒抑人義的激情〉梳理了西方神學與現代性關

懷的深層發展問題 3 也是漢語神學必需面對的思想源頭。

第二部分的「漢語神學與現代社會」則更直接地指向看現

實中的制度性問題，香港中文大學賴品超教授在〈對和諧

社會與可持續發展的公共論述:一個漢語基督教神學的回

應〉中，回顧了漢語神學在過往歷史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如

何切合社會現實的需要，更展望其對當下以至未來有關促

進和諧社會和生態問題等可作出的貢獻。武漢大學的周玄

毅教授則從微處著眼，在〈漢語神學在大學教育中的合法

性問題〉指出漢語神學當下在中國大陸大學語境中生存的

獨特性，故其要延續下去必須貼近其「文化 語吉學J 空

間，為中國學術的發展作出努力。

除了論題外，本期學刊另闢「跨文化交流」欄目，內含

五篇文章，包括河南大學邱業祥博士的〈鬼神或上帝:不在

場的在場一一理雅各的兩處《論語》譯解與儒耶對話〉、蘭

州大學韓思藝教授的〈儒家幽暗意識的覺醒一一明末以來儒

家對基督宗教罪論的回應與反思〉、暨南大學陳才俊教授的

〈從《鐸書》看早期儒者天主教徒之以耶合儒〉、北京外國

語大學羅瑩博士的〈敢蒙時代的孔子一一一淺析《中國哲學家

孔子》一書的儒學觀〉和華東師範大學趙翠翠女士和李向平

教授的〈中國社會信仰關保的主從與偏正 以福建某島的

民間信仰與基督教為核心。從題目看來，這些作品似乎皆可

歸入宏觀意義下的耶儒對話，卻又與「基督教文化」有看千

絲萬縷的關僚，當然也是漢語神學的範疇，突顯著研究「基

督教文化J 在中國語境發生的現代性詮釋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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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「讀書與評論」的欄目里，北京師範大學楊俊杰博

士的〈原來他是周夢賢:兼作《阿哩原來是荷馬!:>讀後〉

回應李貴學教授年前在敝刊中的大作〈阿哩原來是荷

馬!一一明清傳教士筆下的荷馬及其史詩) (第 37 期 (2012

年秋J '頁 241-275) ，展示了兩輩學人和海峽兩岸互動交

流的美好範例。武漢大學孫思教授的〈神學範式中的科學

理性一一評托倫斯《神學的科學:> )則批判地回應蘇格蘭

新教神學泰斗托倫斯的科學 神學比較方法，也是一場中

西對話的範例。除此以外，本期另有復旦大學朱曉紅教授

撰寫的一篇學術動態文稿，報告了去年夏天在英國牛津舉

行的一場學術論壇，當中包羅了研究基督宗教、政治自由

主義和所謂新左派的代表性學者 3 為未來中國學界的進一

步對話莫下了美好的基礎。

綜覽了本期各篇文稿，不難發現漢語神學的推進要求

著以漢語思維考究非漢語傳統的神學，更指向君王國維一

個世紀前疾呼的「學無中西古今j 的視野，漢語神學家當

以此自勵並向前邁進。

《道風:基督教文化評論》編輯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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